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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下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生态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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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非遗产业化背景下，探索乡村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创新生态，以应对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

二元对立危机，力求在非遗活态化层面探讨事物的传续与创新发展途径。方法 以文化生态学为视野，

将非遗手工艺落脚于整体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创建传统手工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创新生态

与设计参与模式，寻求传统手工艺和现代消费市场之间融合互动的对策与连接点，提出非遗手工艺创新

发展的“四化”生态模型，从内容化、品牌化、产品化与数字化 4 个维度讨论非遗手工艺的提升策略，

提供可行的设计参与路径，并以湖南湘潭地区石鼓油纸伞为例验证该模式的可行性。结论 文化生态具

有动态衍变与整体协调特征，能够适应非遗手工艺的活态变迁与传承。通过充分发挥工业设计专业特长，

能有效地给非遗产业化内容做设计学上的注脚。“四化”生态模型有助于非遗手工艺的核心价值留存与

创意性转换，设计参与能够有效促进乡村传统手工艺高质量发展，并以期通过推进该模式让非遗手工艺

产业化发展能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最大作用，从而建设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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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Cultural Innovation Ecolog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under Industrialization 

FU Yan-xiang, LUO Xia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work aims to ex-

plore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ecology of rural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so as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of dichotomy between 

modern socie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explore the ways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ings at 

the level of the liv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 handicraft was put into the overal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o create a cultural innovation ecology 

and design participation mode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seek countermeasures 

and connections of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nd contemporary market. An ecological 

mode of "Four Transformations" of intangible handicraft innovation was put forward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intangi-

ble handicrafts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content, brand, product and digitiz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 feasible design par-

ticipation measures, and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ode based on Shigu oil-paper umbrella in Xiangtan, Hunan Prov-

ince. As a result, cultural ecolog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evolvement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which can adapt 

to the active changes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s, give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

dustrial design, and effectively annotate the design of industrialization cont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eco-

logical mode of "Four Transformations" contributes to the modern heritag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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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s. In this mode, design particip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t is hoped to play the biggest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s industry so as to construct cultural industry with rur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cultural ecology; rural revitalization 

近年来，依托于区域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持续推

动“原生态”型产品走入市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引领”国民精神文化消费领域中逐步占据中心地

位，传统手工艺正在被文化市场挖掘并通过“再设计”

而复苏[1]。传统手工艺具有“活态化”的特质，它在

“代代相传”的生命演变历程中展现功能与价值，若

无外部力量协助，势必会泯然于世，成为无法弥补的

文化遗憾。非遗产业化道路以其保护与开发兼备的

“双轨并行”特征在现代社会得到发展，它没有摒弃

非遗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机制和情感价值，而是在此基

础上充分展现非遗的时代革新精神，对其进行活态传

承。非遗产业化是建设乡风文明、增进乡村情感认同

的必然趋势。积极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是调

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原动力[2]。基于现实情况，以

石鼓油纸伞这类非遗手工艺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传

统手工艺的当代创新设计提升策略，从文化生态学角

度提出从内容化、品牌化、产品化和数字化 4 个维度

进行产业化的可行性探讨，通过设计介入不断增强非

遗手工艺在产业化背景下的文化与经济价值，推动传

统手工艺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特色产业振兴。 

1  非遗手工艺的生存危机与再生价值 

广受百姓喜爱的乡村传统手工艺，原是自产自销

的农耕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计方式之一。其工艺与物

态承载着深厚的理想故事和文化意趣，它以器具形态

融会了手作者的技术经验与造物智慧，并作为“功能

物”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性的生活基础。然而

传统的加工工艺、原材料处理方式在工业机器的规模

化应用与高新技术的研发中逐步退出生产舞台。漫长

而繁复的工艺品制作流程使产品在流通迅速的市场

环境中失去了竞争优势。“重生产轻设计”的现象导

致手工艺品单一而老旧，无法满足当代人对“图像消

费”的追求[3]，使得商品滞销而难以实现经济回收。

这样的手工艺环境滋生出普遍的生存威胁感。传统手

工艺的“活态流变”本质要求人们以动态视角观察其

在整体社会环境中的能适性，推动传统手工艺从集群

化的制造业转型为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产业，

并进一步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无形资

产[4]。2022 年 4 月，6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指出要对传统手工艺专业

化、品牌化经营，构建和发展“小而本土”的文化经

典和文化品牌，彰显地方生活风格，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要充分利用现代创意设计、科学技术和潮流元

素对传统手工艺进行合理革新，开发多元化的文化创

意产品与服务，激发乡土活力。2022 年 6 月，10 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

知》提出对传统手工艺的系统性研究，引导传统工艺

资源分类规范，强调以人民共享为目标，增强民众在

传统工艺活动中的参与度与认同感。传统手工艺将在

新时代充分展现再生价值，获得发展机遇。 

2  非遗产业化的构成要素与研究趋势 

2.1  非遗产业化的 5 大构成要素 

从现代产业化角度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宜

产型与非宜产型 2 种类别。前者是指适宜采用产业化

路径来传承、发展与革新的非遗项目[5]，诸如蜡染、

油纸伞这类根植于日常生活、依赖实物交易得以流通

的传统手工艺。后者与之相反。非遗产业化事实上是

对宜产型项目进行产业化的合理应用和创新，建立

“以文兴商，以商养文”的创意产业格局[5]。它不同

于一般工业产品的市场化流程，具有 5 大构成要素

（如图 1 所示）。非遗产业化是将文化资源创意设计

作为核心竞争力，以非遗文化消费者为对象，依托现

有市场环境特点，注入高新技术与工艺手段，围绕非

遗项目的核心资源，对文化意涵符号、空间、体验等

进行从创新设计到营销的动态化市场运作流程，是对

非遗文化产品的综合性考量[6]。它的目的就是在留存

与创新的过程中维护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

民持续升级的精神文化需要，同时实现非遗经济效

益。相比以往的生产性保护手段，它将资源的创造性

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通过迎合市场走雅俗共赏

的路子，打破了非遗束之高阁的困境。 
 

 
 

图 1  非遗产业化的 5 大构成要素 
Fig.1 Five main elemen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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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非遗产业化的研究趋势 

国外文化产业（包含非遗文化）的研究比国内领

先约半个世纪。西方学者侧重于研究民族文化经济与

城市发展、改善就业的关系[7]，并指出文化创新在文

化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THROSBY[8]（2008 年）选

取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 5 个国家

作对比分析时，发现各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快慢与

经济发展速度紧密相连，因而各国对于各自的文化产

业具有不同的界定。在我国，87 万非遗项目是文化

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非遗产业化作为发展文化产业

的有效模式，为非遗融入现代社会经济与实现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条件。据 2020 年淘宝销售数据统计，活

跃的非遗类手工艺店铺数量已超过 2.5 万家。近年来，

深入推进非遗产业化发展已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我

国学者在非遗产业化方面的研究也呈逐年攀升趋势。

以 CNKI 数据库为例，使用关键词“非遗产业化”“非

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手工艺产业化”和主题“非

遗产业化”检索 2011—2022 年的文献，共计 1 034

篇，相关文章数量总体呈明显的增长趋势，见图 2a。

提取 758 条相关的中文文献，利用 CiteSpace 分析软

件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绘制共现知识图谱并将

词与词间的联系用可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见图 2b。

从词的关联和变化可以窥见我国在非遗产业化下的

研讨主题和发展动向，可知主要集中在非遗产业化理

论研究、活态保护与发展对策、对乡村居民经济效益

的影响等方面。利用 CiteSpace 析出非遗产业化在这

3 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可以发现设计学在创意与市场

方面为驱动非遗产业化起到关键作用，如手工艺创新 
 

 
 

图 2  发文量走向和关键词共现分析 
Fig.2 Trend of publication and keywords  

co-occurrence analysis 

设计服务、手工艺经验与知识转译、科学技术与手工

艺结合、新媒体传播形象与流程构建等，有效地推动

设计扶贫走向乡村产业振兴。这表明了设计介入非遗

产业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  文化生态视域内非遗手工艺创新设计模

型构建 

3.1  文化生态内涵 

文化的存在状态就是文化生态。文化系统的内外

部各要素及其交互影响逐步形成了文化生态的生存

智慧[9]。文化生态概念 早由 STEWARD [10]提出，用

于解释不同地域空间当中特殊文化形貌为适应、协调

当地环境而产生的生存结构与活动模式。塞维斯和赛

林斯在 STEWARD 的基础上延伸出“特殊进化论”

的观点：诸文化由于适应各自的自然环境及周边族群

活动在内的社会环境的总体环境，而产生丰富多元的

文化类型[11]。如同生物进化规律一样，栖居于不同生

态环境中的同一类文化，会随着环境而涤故更新然后

转变为另一种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形态交织在一块形

成了文化圈，彼此联系成为一张活跃的生命之网[12]。

这说明文化生态学理论具有整体、发展、开放的特点，

是对文化的综合审思。 

3.2  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设计模型探索 

非遗手工艺在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当中产生，并

根据周围环境作出调适，其流动的“传”与“承”在

生产实践的各环节被激活，形成整体的文化生态[13]。

因而以综合、系统的视野来对传统手工艺进行诠释与

转化，破除零碎的图像符号积聚，才能实现文化在当

代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

中，“本生态”与“衍生态”是其存在与发展的“两

翼”，前者是时空中稳固的、彰显核心本质的内容，

后者是时空中革新的、衍生变换的内容[14]。1 个非遗

手工艺事项，从其伊始便不断经历着匮乏、繁荣、异

化等演变态势，如同 1 条在历史中流淌着的富有生命

力的河流。在现代化产业背景下，非遗手工艺不仅需

要守护和应用好非遗“本生态”特质，留住核心价值，

更需要调动“衍生态”的创新与发展动力。通过深入

研究现代群体的消费观念，借助现代工艺技术完善产

品创新机制，做好与内外部市场环境的对接，并逐步

达到产业融合，从而推动非遗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15]。在文化生态视域下结合非遗产业化

发展特点，构建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设计模式（如图

3 所示）。 

3.3  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四化”生态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设计模式，结合非

遗产业化发展 5 大要素，建构出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

“四化”生态模型，见图 4。“四化”生态模型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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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设计模式 
Fig.3 Cultural innovation design mod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图 4  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四化”生态模型 
Fig.4 "Four transformations" ecological model of cultural inno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 

 

非遗手工艺的多模态融合创新方式，“内容化生态”

“品牌化生态”“产品化生态”“数字化生态”是指设

计介入非遗手工艺产业化开发的价值嬗变过程[16]。 

1）内容化旨在深入挖掘与研究非遗手工艺物质、

人文资源实现核心价值的传播。探索传统手工艺本真

性与传承者的匠心之道，为产品注入无形力量，不仅

要赋予表层的功用与美，更要给予深层的精神旨趣[17]。

深入挖掘非遗手工艺背后浓厚的人文情感因素、文化

资源等。利用文化基因打造文化 IP，传播非遗手工艺

所隐含的“集体文化认同”思想，通过媒体传播实现

粉丝效应与流量变现。 

2）品牌化旨在基于现代消费理念与消费环境，

满足消费者对文化品牌的情感需求。在消费升级的大

背景下，人们更倾向于具备服务溢价的品牌与产品。

特色文化品牌以“独”“小”“精”的特点满足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18]。非遗自身的传统韵味及其自由

的文化属性恰好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心态。非遗手工艺

品牌可据此为出发点，将 Z 时代群体作为受众，推广

其中蕴含的造物理念，从产品供给逐渐过渡到轻生

活、轻理念的生活美学传达。同时形成以文化情感为

抓手、以手工艺视觉元素为主体的品牌形象，加深消

费者对产品区域的联想与感知能力，有效地提升非遗

产品的附加值。 

3）产品化旨在借助现代产品制造技术，实现非

遗手工艺实物载体的改良与再造。在稳固好文化核心

价值元素的基础上，通过对手工技艺的知识转译与创

意转化，探索出多样化的媒介表现形式，有效弥补非

遗手工艺产品市场供给单一的现状。日用器物是当代

工业制造技术的 佳体现，也是非遗活化利用的绝佳

载体，让传统手工艺在作为“物”的使用层面更具生

活化特质。在设计中将手工艺的人文情怀和器具的功

能性相协调，重新建立“传统物”与“现代人”之间

的关系，创造出有生活质感的产品，使其得以回归日

常[19]。“非遗进课堂”的持续开展为传统手工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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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态化应用创造了机会。结合校园研学特征，打造

多样化的教学体验材料包，使其与现代教育教学、旅

游业相联结，让用户感受传统文化的手工温度。 

4）数字化旨在以体验经济市场为背景，结合数

字智能技术升级手工艺品体验感。在对非遗手工艺文

化资源挖掘的基础上，以数据技术为基石，守护非遗

手工艺的本真性。以用户实际需求为抓手，探索对外

宣传的数字化途径。充分利用数据采集、智能生成、

数字孪生技术等构建手工艺知识图谱，帮助公众系统

认识非遗手工艺。构建文化体验平台，使数据资源从

现实世界向虚拟空间流动和聚集[20]。提供文化情境，

激励人们从文化内容的被动输入者转变为创造体验

者，实现文化增值[21]。促使“文化”与“数字”理念

从二元背离走向双向互动，推动个体的创造与群体的

知识共享，提升大众参与感、获得感。 

4  湘潭石鼓油纸伞文化创新设计实践 

基于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四化”生态模型，选

择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湘潭石鼓油纸（布） 

伞制作技艺”作为实践对象，在内容化、品牌化、产

品化与数字化 4 个维度进行整体布局，搭建石鼓油纸

伞文化创新生态构架，见图 5。 

在实践过程中，对石鼓油纸伞逐本溯源，挖掘相

关的文化资源，为后续的设计方案奠定基础。充分研

究油纸伞文化爱好者的消费特性，构建“唐小生”文

化创意品牌并拓展相关的品牌创意服务，以此提升公

司的品牌识别力，助力石鼓油纸伞在众多同类非遗企

业中脱颖而出，走向更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发挥工

业设计专业特长，融合新型环保材料与制作技术实现

对石鼓油纸伞从伞面到整体结构的创新，构建多样化

的产品体系。搭建“云上小生”个性化定制平台，整

合石鼓油纸伞文化资源，让客户在实现个性化定制的

同时，通过“云上小生”平台进一步加深品牌印象、

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在 2018—2022 年的实践过程当

中，笔者组织建立了“唐小生文创工艺坊”团队，全

面负责了石鼓油纸伞文化价值挖掘与创新设计，与当

地乡镇企业和政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搭乘互联

网平台的快车进行营销策划以助力石鼓镇经济的发

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为石鼓小镇上贫困住户脱

贫与乡村产业振兴贡献了力量。 
 

 
 

图 5  石鼓油纸伞文化创新生态构架 
Fig.5 Cultural innovation ecology framework of Shigu oil-paper umbrella 

 

4.1  石鼓油纸伞文化溯源与资源探查 

团队分别于 2018 年 5 月至 7 月、2019 年 1 月至

2 月、2020 年 7 月至 8 月、2021 年 2 月至 3 月在湖

南省湘潭市湘潭县石鼓镇开展实地考察，搜集第一手

资料。石鼓油纸伞文化溯源与资源探查，见表 1。 

石鼓油纸伞是我国南方纸伞中极为有名的派别
之一，于江西发源，在明清盛行，是汇集石鼓制伞人
精巧手艺、文化信仰、审美意志的智慧结晶。依托具
有茂林修竹的胜地昌山，获取得天独厚的原材料优
势，制伞匠人们在石鼓油纸伞制作工艺上不断尝试与 

探索，对每道工艺精益求精。历经 600 多年的历史变

迁，石鼓油纸伞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大放异彩。2016

年“石鼓油纸（布）伞制作工艺”被正式列入湖南省

非遗代表性项目，以石鼓镇安乐村的周汉宇先生为传

承人代表[22]。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石鼓镇

积极审视传统油纸伞运作模式的不足，开拓新的市

场，将传统的油纸伞转型为做工优良的旅游工艺伞，

将油纸伞文化资源引入乡村旅游产业，进行行业联

动，打造“油纸伞文化小镇”，以点带面地推动石鼓

镇旅游产业发展，为当地居民增加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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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石鼓油纸伞文化溯源与资源探查 
Tab.1 Cultural traceability and resource exploration of Shigu oil-paper umbrella 

资源类型 资源内容 

历史进程 

明朝初期，随着“江西填湖广”带来了纸伞制作技艺，到明末清初 为盛行； 

道成年间随湘军转战千里；1932 年，获得实业部“优等国货”之表彰； 

解放前大批成品纸伞从涟水河航运到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广阔； 

进入 21 世纪，随着昌山旅游业的不断兴旺而呈现出再度繁荣之势 

传统油纸伞（宣纸、桐油） 工艺伞（布伞） 

物质形式 

 

室内装饰、汉服饰品 

摄影道具、雨天出行 
 

室内装饰、舞蹈用具 

自然环境 
背靠竹林繁茂的昌山，有优越的原材料条件 

四季雨量充沛的乡村田野孕育了楠竹、水竹、湘妃竹与桐油等自然材料 

工艺技术 

制伞工序：石鼓油纸伞的生产分为零部件制作、组装伞架、做伞面、外部完善，约 80 道工序 

特色工艺：竹骨铜顶、柿子漆熬制工艺、桐油调配、弯针穿线、倒三角网花 

经验技术：伞面坡角一般为 15°，是风速与流速综合考究下的经验性技术总结 

生产方式 
过去采用手工作坊的形式，21 世纪以来实行了部分流水线生产 

成品伞厂与配件厂分别为 14 家和 40 家，部分零件已批量化作业，享有“制伞一条街”的美誉 

民俗信仰 
油纸伞的圆形伞面图案、红黄色调都寄托着圆满与健康的祝愿 

以竹为伞杆、以竹为伞骨，寓意步步高升，生活越来越美好等 

 

4.2  “唐小生”文化创意品牌设计 

石鼓油纸伞的物态表现与传统技艺具有显著的

地域特色，“如何挖掘文化特质，形成集体认同”成

为品牌创新的关键。在故事挖掘过程当中并非探索风

俗习惯和民俗故事，而是另辟蹊径，将眼光聚焦于石

鼓油纸伞第 6 代传承人周汉宇之子周乐。他从 8 岁起

就随着父母和镇上的文化精英学习制伞工艺，至今已

有 16 余年，大学期间通过建立线上店铺、搭建新媒

体平台等方式拓宽石鼓油纸伞销售渠道，是新时代大

学生弘扬传统手工艺的典型代表。 

以周乐为人物原型，植入油纸伞与汉服特色，以

“一人一伞一汉服，穿梭传统与现代”为设计理念，

为石鼓油纸伞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将“萌文化”融入

角色性格，形成了“唐小生”文化 IP。同时结合“工

匠精神”“百年风华”与“抗疫精神”等与时俱进的

主题设计了系列表情包。 

在 IP 建立的基础上，对石鼓油纸伞进行品牌升

级，打造“唐小生”文化创意品牌，增加消费者对品

牌的感知度，培养多层次消费群体。与同价位的油纸

伞品类对比，品牌的加持提升了油纸伞的整体精美度

与市场价值，拔高了溢价能力。“唐小生”文化创意

品牌设计，见图 6。 

4.3  石鼓油纸伞实物创新设计 

团队充分发挥工业设计专业特长，深入了解伞面

图案、伞架结构与制作工艺，因“需”制宜、因“材”

制宜地对石鼓油纸伞进行实物创新，以期实现“从传

统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基本目标。实物创新设计包括：

系列主题式伞面图案创新、以用户为中心的教研材料

包设计、结合 STEM 教育特性与油纸伞的隐性知识所

打造的具有民族化特色的教育产品、突破传统材料与

结构实现新型油纸伞的创新设计。实物创新设计效果

图，见图 7。 

1）系列主题式伞面图案创新。石鼓油纸伞多以

经典画作中的文人山水和花鸟图为伞面图案，与其他

流派的油纸伞图案大同小异，缺少产品识别度，市场

竞争乏力。同时老旧的图画也与当代人的审美意象与

情感追求相距甚远。因此团队以“油纸伞+”为基本

理念，通过“油纸伞+湖湘地域文化特色”“油纸伞+

其他非遗”“油纸伞+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油纸伞+

高校文化”等赋予伞面别致新颖的内容，致力于打造

极富民族文化魅力兼备时代气质的伞面图案，形成系

列化、多样化伞面，助力石鼓油纸伞在同类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 

2）教研材料包设计。团队结合“非遗文化进校

园”开展情况，在对石鼓油纸伞的结构、制作流程及

其所富有的历史文化进行充分研究之后，结合不同用

户的喜好与习惯特征，研发了适用于研学、课堂教学

与亲子互动 3 种不同类型的手工体验材料包。其中研

学基地材料包适用于游客， 大程度地保留石鼓油纸

伞制作工艺流程，能够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以 DIY

的方式参与到油纸伞的制作当中，唤醒潜藏的文化记

忆；校园教学材料包用于辅助中小学“非遗文化进课

堂”活动，通过简化油纸伞结构与制作工艺，利用现

代设备进行技术改良，让产品以模块化的拼接方式，

降低制作难度，减少人工成本，便于大量运用在课堂 



336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8 月 

 
 

图 6  “唐小生”文化创意品牌设计 
Fig.6 "Tang Xiao-she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 design 

 

 
 

图 7  石鼓油纸伞实物创新设计效果图 
Fig.7 Innovative physical product design of Shigu oil-paper umb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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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促进了非遗手工艺与新时代教学活动的融合；亲

子互动材料包适用于家庭娱乐，适当减少油纸伞制作

工艺步骤，使家长与小孩共同完成 1 把油纸伞的组

装，以玩具化的形式创新油纸伞的制作体验，让非遗

文化走入寻常家庭。 

3）“STEM+油纸伞”教育产品设计。基于 2020

年在湘潭九华和平小学举行的湖南省“十三五”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STEM 教育小学科学教学中的融合与

创新》成果总结交流会议，根据团队成员与校长、科

学老师的访谈，获取油纸伞融入现代教育的设计机会

点。将石鼓油纸伞与 STEM 教育产品理念结合，使其

具备“内功能”与“外功能”的双重意义，实现文化

意义的升级。在“内功能”方面，用户通过接触每个

零部件及其组装流程来体验隐性的油纸伞制作工艺，

感受传统工艺的“手艺之灵”，领悟工艺思想；在“外

功能”方面，作为教育活动的辅助产品，将油纸伞蕴

含的经验性技术与课堂知识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活

动中发现并解决问题，引申更多的学科知识体系，同

时通过自主创作产品，激发创意思维。 

4）“本竹”——新型油纸伞创新设计。利用现代

工艺技术与连接方式，进行油纸伞的再设计。在保留

传统的油纸伞伞架组装结构的基础上，将竹、木与金

属材质结合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通过螺纹结

构、直榫方式对零部件进行连接，可以不使用任何胶

水等化学物质，降低组装难度并减少化学物对环境的

污染。伞面为防水布，当雨滴触碰伞面的瞬间会立即

形成水珠滚落，增强了防水性能。零部件创新设计主 

要包含伞顶、伞托与伞柄：在伞顶部位，采用橡胶伞

帽与橡胶垫连接其他部件，增强摩擦力的同时减轻了

木质伞顶的摩擦损耗；在伞托部位，相对于传统跳

子结构，新的跳子扩大了与手指的接触面积，使得

手指获得良好的舒适度，同时按钮与下托相契合形

成 1 个整体，增加了美观度；伞柄可自由拆合、一分

为二，2 部分通过木螺纹连接，方便根据持伞者的爱

好选择伞柄样式自行组装，增强了伞与用户之间的互

动感。 

4.4  “云上小生”个性化定制平台设计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团队发现油纸伞消费市场对

于多样化的定制产品有大量的需求，而线下或者电商

平台上的对接似乎已经不能满足顾客与企业之间的

交流与定制需求。通过建立石鼓油纸伞个性化定制平

台，在创造多样化产品的同时可以将企业与消费者更

紧密地连接起来。 

通过轻便快捷的交互，用户可以在“云上小生”

小程序上根据油纸伞数据库所提供的底色、花纹与图

案排布方式等进行伞面创作，上传个人制作完成的伞

面图案或者直接购买企业官方的油纸伞。在图案确认

后选择伞的规格大小、伞顶和伞柄的样式， 后通过

一键生成立体三维图查看虚拟效果图。“云上小生”

小程序同时建立了传统文化爱好者讨论板块，用于收

集、分析、处理消费者反馈信息，依据消费者的需求

延伸产品线的长度。“云上小生”个性化定制平台，

见图 8。 

 

 
 

图 8  “云上小生”个性化定制平台 
Fig.8 "Yun Shangxiaosheng"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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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在新的产业化背景下，通过“内容化”“品牌化”

“产品化”“数字化”4 管齐下的文化创新生态扩展

非遗手工艺核心知识体系和转化应用价值。在“四化

融合”生态中设计不断变换角色去和传统手工艺协同

创新，多元化的设计介入路径将超越文化审美与情感

的边界，还原实用性的生活事实，并持续演化发展为

现代产业形态，使非遗保护向“共生态化”转向。 

实践案例中“石鼓油纸伞文化创新设计”有助于

推进石鼓镇特色文化产业建设，展现了传统手工艺在

时代转型中的自主生长性与价值转化力。在互融共生

的非遗手工艺文化创新生态中，产业化的考量将突破

目前基于非遗主题研究的“制度范式”，通过综合的

文化生态系统来创造和关联非遗市场，从而更贴近文

化“可持续发展”中的更替演进与集体共创内涵。依

据非遗手工艺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产业化要素，本文仅

从文化生态的宏观视野提出需要思考的设计、文化与

产业的融合创新路径，未来将更细致地对多元化主体

参与非遗产业化的模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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